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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运动式”的治理方式

在我国时有抬头。对于管理者而言，

短期内将较多的精力和资源集中于特

定的工作任务，往往见效很快。此

前，无论是地方政府在城市管理领域

上，还是工业部门在能耗管理工作

上，都曾使用过类似的方式。从实际

情况来看，“运动式”治理在短期内

确实有可能立竿见影，但长期效果则

未必令人满意。

事实上，“运动式”治理在很多

领域也并不适用，减碳就是其中之

一。和全球很多国家相比，中国减碳

之路的确“时间紧、任务重”，需要

加快速度推进，但过去一年的实践证

明，“暴风骤雨”的治理方式不仅无

益于加快减碳的速度，反而可能对社

会经济发展产生一些不利影响。

其实，“运动式减碳”受到质

疑，也反映出全球在推进减碳过程中

面临的共同难题——如何更好地协调

减碳和发展这两项工作，既要对任何

一方不偏不倚，又能够实现既定目

标？

从全球气候治理的经验看，实现

两全的确很难，但仍有路径可循。这

些好的经验，值得我们关注和参考。

立足现实 有序进退
从全球气候治理的经验看，只有

根据本国在特定时期的实际情况，采

取合理的政策措施，才能既有利于经

济稳定发展，也有助于减排任务的稳

步实施。

在过去的两个月，因为多次被点

名，“运动式减碳”成为一个另类的

热词。

让人印象最深的点名有两次。一

次是在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指

出要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

作，尽快出台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

方案，坚持全国一盘棋，纠正“运动

式减碳”，先立后破，坚决遏制“两

高”项目盲目发展。另一次是在9月4

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

锦指出，不能“运动式减碳”……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关键是，用绿色

技术替代传统技术，要减少碳排放，

而不是减少生产能力，不是降低增长

速度，更不是在不具备绿色技术的情

况下人为打乱正常的供求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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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碳和发展，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在一定程度内能实现优化调节。

减碳和发展，如何两全？
文／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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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系统运营商（ESO）责令发电企业

重启位于英格兰中部诺丁汉郡的West 

Burton A火电厂，以弥补气电缺口，

承担全国3%的电力供应。

从英国“重启煤电”这件事中，

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高扬减排大旗

的欧洲国家，在维护经济稳定和大力

推进减排这二者之中，还是选择了应

时而化，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政策

取舍。

英国的理念，其实代表了不少欧

洲国家的观点。纵观欧洲国家的减碳

史，即便一些国家曾经制定过当时看似

“高不可及”的绿色发展目标，但也很

少看到“运动式减碳”的情况出现。这

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出于重振

本国经济和应对极端天气的需要，全

球不少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加快

了气候治理的步伐，提出了更高的减

碳目标。

但最近，在减排方面态度积极的

英国遇到了不小的麻烦。从2021年上

半年开始，随着经济复苏的态势日益

明朗，油气供求结构失衡的问题日益

突出，全球范围内的天然气价格暴涨

3~6倍不等，直接导致英国的天然气发

电成本随之水涨船高。

据统计，英国9月初的电价与8

月初相比增长2倍，较去年同期暴涨7

倍。于是在9月7日，英国国家电网电

“运动式减碳”受到质疑，

也反映出全球在推进减碳过

程中面临的共同难题——如

何更好地协调减碳和发展这

两项工作，既要对任何一方

不偏不倚，又能够实现既定

目标。

2021年9月20日，英国努茨福德，一根标着
e.on 12英寸高压天然气管道穿过柴郡乡村。
近期，由于英国天然气价格飙升250％，一些
小能源公司面临倒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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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进度，并推出了多款新车型。

减碳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目标，但

减碳措施必然会增加企业的节能环保

投入，从而对利润目标产生短期的影

响。由于公共利益未必与私人利益完

全一致，减碳目标的实现需要政府的

因势利导，利用更多的市场化措施，

以政府设定的激励机制弥补市场自发

秩序的不足，通过“有形之手”的合

理引导，不断完善“无形之手”对经

济运行过程的调节。

可见，既不要强调减碳和发展之

间的非此即彼，也不要期待减碳目标

能够一蹴而就。按照既定减排时间表

和路线图的路径，在特定时期根据现

实进行灵活选择，这才是实现两全的

可行途径。

另一方面，和新能源汽车相关的锂电

池产业也成为股票市场的热门赛道。

这一切，得益于主要经济体针对减碳

做出的政策调整。

统计数据表明，交通领域的碳

排放一般会占到碳排放总量的1/3左

右，交通领域因此也成为减碳的主要

对象。为此，中国、欧盟和美国等主

要经济体相继推出了具有明显市场化

特点的政策措施，倒逼汽车企业加快

减排。以欧盟的“二氧化碳积分”政

策为例，其目标是“新客运汽车的二

氧化碳排放量到2025年减少15%，到

2030年减少37.5%”。和2030年减少

30%的原始目标相比，新目标更加严

格、也更为紧迫。在这项政策下，欧

盟多家车企不得不加快新能源汽车研

背后，有两个原因值得我们参考。

首先，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已经

实现了重大变化。

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发展变迁

来看，它们基本上都表现出一个共同

特点：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农

业和工业在GDP中的占比相继下降，

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经

济社会发展逐渐进入后工业化社会。

随着发达国家后工业化时代的来临，

昔日的能耗大户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

中的占比出现明显下降。在第二产业

占比不断下降和节能减排技术持续进

步的双重推动下，碳排放也就随之持

续减少。

与已经步入后工业化时代的发达

国家相比，尽管我国的产业升级和结

构转型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但工业

部门仍然是能耗大户。根据国家能源

局9月16日发布的最新数据，今年1~8

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4704亿千瓦

时，其中，第二产业用电量36529亿

千瓦时，占比66.7%，而第三产业用电

量9533亿千瓦时，占比仅为17.4%。

虽然中国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

中，可以根据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

实际状况，适当加速减排进程。但由

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尚需时日，因

此，整体减排工作还是应当从国情和

现实出发，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不

能期望短期内毕其功于一役。

其次，政策的合理引导非常重

要。

2020年以来，全球汽车企业的减

排动作非常迅速——一方面，越来越

多的跨国汽车企业推出了电动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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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施以科学的练习，才能突破“平台

期”。

减碳的“平台期”也要通过类

似的方式来突破。以能源供应端为

例。当前，公认的绿色发电模式主要

可以归纳为两种：一种是“新能源+

储能”，另一种是“化石能源+碳捕

集”。然而，两种模式也都遭遇了

“平台期”，前者体现为过高的储能

成本，后者则表现为成本同样过高的

碳捕集技术。

不难看出，两种模式的“平台

期”都是因为成本过高，并且都遭遇

了技术瓶颈。要想突破平台，必须寻

求颠覆性的技术突破，以实现成本的

大幅降低。

这几年，光伏太阳能发电之所以

被广泛接受，正是因为随着技术进步，

光电转换率不断上升，带动了整体组件

成本下降，提升了发电效率，有效降低

了发电成本，并让光伏发电的性价比逐

年增加。风力发电也是如此。这一切得

益于技术进步带来的突破。

光伏、风电等新能源领域的经

验，同样可以为储能和碳捕集领域所

借鉴。要想提升减碳领域的科技创新

能力，国家要继续加强政策引导，提

供更丰富的政策工具，完善多层次的

金融市场，激励企业加快技术创新的

步伐。企业除了进一步加大研发强

度，也应主动走出去，借助全球减碳

的共识和经济复苏的大势，在开放式

创新的过程中，去实现更多先进技术

的突破。

一个月后，国际能源署再次发布

报告称，2021年全球与能源有关的二

氧化碳排放量将激增15亿吨，或将是

历史上第二大增幅。 

全球减碳正在遇到的反弹，好比

多数减脂的人都要经历的“平台期”。

在减脂初期，只要增加运动或减少一定

量的食物摄取，一般人的体重都会快速

下降。然而，一旦身体适应了这种变

化，就会产生适应现象，将所摄取的食

物热量尽量吸收并进行最有效的利用，

同时降低基础代谢率，减少能量的消

耗。这样一来，身体热量又达到一个新

的平衡状态，体重就不再下降了，这就

是“平台期”。

这个时候，只有通过体测来判断

身体哪些部分的锻炼还可以加强，然

突破技术“平台期”
对于中国而言，由于资源禀赋的

结构性特征，天然气等“低碳”资源

的储量不够丰富。根据自然资源部发布

的《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0）》，

我国煤炭储量为300 .1亿吨，远超

天然气储量。在这样的背景下，加

快碳减排需要更强大的技术支撑。

今年3月，国际能源署公布的一

份数据表明，新冠肺炎疫情使得经济

活动放缓，2020年全球碳排放量减少

5.8%。但好景不长，在2020年年底，碳

排放量已经开始反弹——2020年12月，

全球碳排放较2019年同期增长2%，达

到6000万吨，许多经济体的排放量都

超过了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前的水平。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副研究员）


